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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摘#要#绿色交通和低碳交通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两种形式!绿色交通侧重于生态环境!低碳交通强调减少温室气体

排放!而绿道规划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!较好的实现了绿色低碳的结合# 长株潭绿道规划体系的构建可依托生态绿心区

的形成和系列绿色低碳的服务配套!从区域和城乡规划层面对绿道的选线和定位进行构建!从生态修复和规划控制对绿道

的选线和定位进行构建!从绿色低碳交通构建对绿道规划进行功能拓展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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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演变历程***从自行车的

出现到倡导公交车优先#已充分说明人们为缓解城

市交通#改善生存环境一直不懈地努力着' 然而#

城市交通给城市发展和人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#

从没有得到过彻底的改善' 其中#环境和能源问

题#已成为现阶段影响城市发展和人类生存最为突

出的问题'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#世界大城市中汽车

排出的废气是城市空气的最大污染源#空气中有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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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&`的有害气体由汽车排放#部分重污染城市甚至

高达 "B`#我国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增大#石油

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$&`#其中#城市交通所消耗的

汽油和柴油约占交通运输业所消耗总量的

K&`'

(!)而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与日益增长

的石油需求之间的矛盾正面临着不可调和的严峻

形势'

为了协调这一系列矛盾#具有节能&环保&低碳

等优点的低碳绿色交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推进

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#同时建立在绿色低碳

交通基础上的城市规划方法也日益成为城市规划

编制的重要手段'

近年来#随着国内珠三角地区绿道规划的编制

和实施#绿道规划作为绿色低碳交通理念的实践载

体#较好的实现了城市生态和低碳交通的结合#为

城市低碳交通的出行方式提供了绿色&便捷的空间

形态#如%沿生态廊道开辟绿色交通线路#配置如公

共自行车&城际轨道交通和公交站点等低碳交通工

具$在道路交通断面设计中更注重维护自行车与行

人的路权$在功能组团设计中注重居住组团与绿道

之间的通勤距离#对居住组团的人口密度与规模加

以控制和协调#就近设置自行车存放点#使居民从

其家门口几乎可以不穿过车道!与车道相交处多为

立体交叉"就到达公园&生活中心以及快速电车或

地铁车站' 少年儿童也可骑自行车经过这一绿道#

到达游戏场&幼儿园和小学校#而不必担忧安全问

题' 这条绿道把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各城市

功能组团联接在一起#使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绿化

的环境中#同时又能借助这条绿色通道以低碳绿色

的出行方式#快捷的使用城市中的各类公共服务设

施#作为区域层面的绿道也成为城市群之间非常重

要的特征和具有吸引力的措施'

##一#绿道规划的理论与实践

!一"绿道及绿道规划的由来

-绿道.一词的正式提出是在 !BK" 年美国总统

委员会的报告中' 其英译-OTRRGWNX.#由两部分组

成%-OTRRG.表示自然存在#如森林&河岸&野生动植

物等#-WNX.表示路径&通道等' 因此#-OTRRGWNX.

表示与人为开发的景观相交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

生的生态走廊#其内涵涉及生态系统&慢行系统和

绿道中方便动物栖息和人休闲体验的公共服务

系统'

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#通常沿河滨&

溪谷&山脊&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#内设

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路#连接主要

的公园&自然保护区&风景名胜区&历史古迹和城乡

居住区等(% IH)

'

-绿道.理念最早起源于 !B 世纪的美国' -绿

道.一词来源于奥姆斯特德!(:[F=R?"规划的世界

第一个公园系统***波士顿公园系统规划($)

' 波

士顿-绿道.沿着淤积河泥的排放区域建造#长约

%$ 公里#将富兰克林公园&阿诺德公园&牙买加公

园和波士顿公园及其他绿地系统有机联系起来'

波士顿公园系统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

的-绿道.'

!二"绿道规划在国内的兴起

绿道规划的内涵' 绿道规划在国内起步较晚#

在此之前与之类似的研究有城市绿地系统&生态控

制线&林业生态圈等#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'

绿道规划需要尊重和利用已编制的同类规划#多利

用法定规划中的绿地和生态廊道#实现绿道网与城

市规划用地布局的协调' 绿道规划是其他非线状

风景园林规划的重要补充#通过连接其他非线状重

要风景园林系统形成综合性整体#达到保护的目

的#而不是取代其他规划'

(C)笔者认为绿道规划虽

与绿地系统&生态控制线等规划研究一样#都是对

城市生态绿地系统的研究#但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在

内容上实现了生态和民生的整合#以生态绿色的建

构方式引导了人们的低碳生活#从而可以在更加实

际的角度#总体控制以自然因素所构成的绿道系统

及其所配建的公共服务系统%!!"绿廊系统' 绿廊

系统主要由地带性植物群落&水体&土壤等具有一

定宽度的绿化缓冲区构成#是绿道控制范围的主

体$!%"公共服务系统公共节点%包括风景名胜区&

森林公园&郊野公园和人文景点等重要游憩空间$

!A"慢行系统%包括自行车道&步行道&无障碍通道

和水道等非机动车道$!H"标识系统%包括标识牌&

引导牌和信息牌等标识设施$!$"服务系统%包括生

物栖息&旅游休憩&换乘&租售&露营&咨询&救护&保

安等设施$!C"基础设施%包括出入口&停车场&环境

卫生&照明&通讯等设施'

% 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' 国内学界对绿道规

划的系统研究大致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#从刘滨

H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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谊&贾俊(C)等分别对美国及英国所开展的绿道研究

开始#陆续有相关的研究在展开%谭少华等(")对国

际上绿道规划的发展进行了综述#就绿道规划概

念&术语&分类&效应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与

回顾#对绿道规划的内容与管理措施进行了讨论#

并分析了绿道规划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$邓毛

颖(K)对增加城市绿道规划的建设机制进行研究#提

出以政府为主导#多元化投入及发动农村集体和农

民参与的绿道建设机制$庄荣等(B)从+珠三角区域

绿道!省立"规划设计技术指引,的编制过程入手#

着重分析了绿道分类&绿廊宽度&慢行道宽度&景观

设施&节点系统以及标识系统等绿道分组的量化和

设计细节#提出%随着-慢生活.&-绿色交通.等健

康环保的休闲方式的出现#建设便捷舒适的步行&

缓跑径和休闲自行车道#形成完整的绿色步道系

统#有助于推动适宜步行的城市环境的形成'

在国内绿道规划的实践中#最有代表性的是珠

三角地区的绿道规划' %&!& 年广东省+珠三角绿

道网络总体规划纲要,获得批复#并在此基础上印

发施行了+珠三角区域绿道!省立"规划设计技术

指引,以配合各地市的绿道建设#保障绿道建设的

统一性' 自此#珠三角城市的绿道规划从区域*城

市*社区三个层次逐级展开#如%+珠海市城市绿道

网总体规划!%&!& I%&%&",将珠海市绿道网体系分

为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二级体系#城市绿道包括两

个层面#第一层面是区域绿道 ! 号线&H 号线珠海

段#第二层面是规划结构中的除区域绿道之外组成

-四纵两横&二环六岛.的绿道' 其余的规划绿道则

作为社区级绿道'

##二#长株潭城市群绿道规划体系建构

!一"建构基础

!>生态绿心区的形成' 长株潭三市两两相距

不足 H& 公里#湘江串联#三个城市之间是以植被和

水体等自然要素组成的大面积生态绿地#使三大城

市之间既有自然要素的过渡&缓冲与分隔#防止城

市-摊大饼.和-城市病.的发生#又能通过生态绿

心形成快速便捷的联系' -绿心.面积约 $%% a[

%

#

规划中分为禁止开发区&限制开发区&控制建设区'

前二者占总面积 B&`!图 !"'

长株潭的-绿心.概念是 !BB& 年提出的#%&&A

年+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,正式行文#%&!! 年 K

月#+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!%&!& i%&A&

年",获省政府批准#其中+湖南省长株潭生态绿心

保护条例,即将于年内出台'

图 !#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生态空间管制分区图

$图片来源!株洲市两型办%

目前#在长株潭绿心规划的基础上#三市各自

编制的林业生态圈规划&生态控制线规划和城市绿

地系统规划相互协调#已构建了长株潭城市群绿道

规划的区域雏形#生态绿心地区也形成了空&水&

公&铁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#辖区内以水陆联运

为主#交通便利' 实践证明#较好的交通可达性不

仅为本地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支撑#同时

还为国际型&高端品质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奠定了

坚实基础'

%>绿色低碳的服务配套' 目前#长株潭三市

间城际公交系统依托长株潭绿心已形成了绿色低

碳的交通体系%长株潭三市客运公司开通了连接三

市中心的高速直达公交' 三市公交共包含多条沿

途停靠公交线路和大站快速公交线路' 布设沿途

停靠公交的站点#按平均 !>$ 公里的站距设置#双

向共设置多个沿途停靠站' 同时#依托长株潭城市

群轨道交通!图 %"#通过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作为

公交骨干#提升公交系统质量' 国家发改委批复的

+长株潭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规划方案,中规划的

长株潭部分城际铁路全长 BB a[#共设 !K 站#其中

$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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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站 ! 个#高架站 K 个'

图 %#长株潭城际铁路

$图片来源!S==\!DD=@RVN>VN@?Q><9[DUaZkC$BH!A!K!%

长株潭地区的自行车租赁系统也在株洲城区

全面铺开#已有近 C&& 个租赁点' 株洲公共自行车

倡导-随用随骑#骑后速还.的用车理念#为鼓励市

民以自行车换乘方式出行#公共自行车在 A 小时以

内免费' 通过其绿色低碳的表率作用#目前大有向

长沙&湘潭乃至全国推广的趋势' 利用长株潭绿心

的良好生态基底#开展年度绿色出行公益活动#以

株洲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为示范#倡导长株潭三市

的绿色低碳出行方式#将城市公共自行车延伸到城

市的每个角落#构建长株潭地区低碳绿色的公共交

通网络是长株潭绿道规划的服务配套基础#是优化

长株潭城市群交通要素#改善交通秩序和生态环境

的有效手段' 另一方面#与自行车车道及其租赁点

相结合的绿道建设#可为自行车道提供较好的空间

载体#为骑行者营造舒适优美的骑行环境#如林荫

车道等'

!二"构建思路与方法

!>从区域和城乡规划层面对绿道的选线和定

位进行构建' 长株潭绿道既是建立在三市交汇的

广阔区域#也是建立在从城市绿道往郊野公园过渡

的城乡统筹区域#因此其选线要从区域和城乡统筹

的角度选取切实可行的线状廊道#将各种区域绿地

空间串联并予以利用' 通过选线划定绿道控制区

与绿化缓冲区!串联自然资源&历史人文资源和游

憩资源的空间区域"#建立从点到线&从线到面的保

护机制#以保障绿道生态功能的发挥#保护绿道范

围内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#为区域-绿线.和-生

态控制线.划定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#进一步推动

区域城乡绿地系统的构建' 按照所处区域位置和

功能目标的不同#还可将绿道分为生态型&郊野型

和都市型等三种类型#这能更好的实现城镇与乡村

地区资源的连接和沟通'

%>从生态修复和规划控制对绿道的选线和定

位进行构建' 一般而言#绿道基于土地适宜性和绿

道的可达性分析#然后通过与相关规划的衔接#充

分征求主体的意见#综合评定来明确其具体选线和

定位的' 而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和长株潭三市城

市绿地系统中由于早期建设生态意识的薄弱#存在

生态破坏严重的现实情况' 以绿心为例%绿心地区

共包括 B 个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#但基本上是

规模较小#人工痕迹较重#整体生态资源的利用基

本以小规模旅游为主#对生态的保护相对于建设利

用而言更加迫切#解决地方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的

矛盾成了绿心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'

值得注意的是#长株潭城市用地在建设当中#

存在被铁路等设施割裂而影响城市的发展和功能

拓展' 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#其工业用地的置

换和废弃铁路的改造都应纳入城市绿廊规划的范

畴' 因此#构建长株潭区域层面的绿道网选线规

划#应注重其对原有连续的生态肌理进行生态修

复#使绿道建设与城镇发展空间形成良好的互动

关系'

在未建区或限建区#绿道网选线规划应维持和

保护区域现有景观格局的生态基底#作为控制建设

用地对生态本底的侵蚀#绿道既可以发挥明确的界

限保护功能#又能作为绿心和绿地保护管理的依

据' 在建成区#绿道网选线规划应充分发挥改善和

优化城市生态&景观和环境的作用#加大城镇改造

力度#尽可能恢复城市内部各种自然资源的连接'

在城镇新建区#绿道网选线规划应合理构建该区域

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生态廊道&连通山体和水系等核

心生态资源#形成城镇生长边界与隔离缓冲带#以

合理引导城镇建设#保护区域原有良好的生态环

境' 针对生态受损地#如被污染&填埋或渠化的河

流以及受破坏的山体#应通过修复和提升环境质量

来维护绿心的生态安全'

A>从绿色低碳交通构建对绿道规划进行功能

拓展' 绿心地区位于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地带#同

时是地处长沙&株洲&湘潭三市重要的交通联系通

道上#其便利的区域交通条件为绿心地区大力发展

公共交通提供了基础' 为实现绿心地区交通的低

碳化#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#其关键就是要

以公共交通优先和自行车慢行交通为发展方向'

在慢行交通体系方面#长株潭地区的绿道网络

C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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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#必须考虑整合正在建设中的长株潭城际公交

系统&株洲自行车租赁系统&%H 小时街区自助图书

馆系统等#从而有效地指导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点#

使长株潭地区的绿道建设成为低碳高效&活力独

具&生态文明的品质空间' 目前#株洲市公共自行

车系统开通一年来#已规划布点! &&&多个租赁站#

实际投入使用达 C&& 个左右#计划还有大量的租赁

点需要规划#而当前的这些布点缺乏绿道规划的系

统整合和指导'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#绿道规划与

公共服务设施布点规划宜同步进行#形成良性

互动'

在公交优先方面#绿心地区应主要依托轨道交

通#在重点功能组团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形成枢纽#

实现轨道交通和城际公交的无缝换乘$在各功能组

团之间形成公交网络系统#妥善解决组团之间的联

系#并结合功能定位#在生态核心地带建设完善的

慢行系统$各功能组团内部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

统#并积极发展自行车慢行道路系统#倡导市民采

用自行车&步行等出行方式#从而将慢速交通系统

与公交系统完美结合#形成-景观步行 h景观节点

h公交枢纽 h轨道交通 h公共服务 h自行车.绿

色通廊为主体的绿道体系'

综上所述#通过长株潭绿道体系规划#比绿心

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能更好地确保区域生态安全

格局#实现长株潭地区两型社会建设与低碳城市建

设的总体目标#营造良好的绿色低碳发展格局#引

导人们的低碳生活方式' 本文是笔者通过对长株

潭绿心规划&长株潭城际铁路规划和株洲市自行车

租赁设施的调查分析后#结合作为绿色低碳空间载

体的绿道对长株潭绿道体系所做的初略的思考#以

期对后续的长株潭绿道规划工作开展提供方向性

的指导和建议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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